
■本报记者 宣晶

电影《革命者》：有信仰也有温度，他把李大钊真的演“活”了
他是伟大的，也是可爱的，张颂文饰演的守常先生获得了影迷们的认可

这是李大钊临刑前的 38 小时。 张颂文饰

演的守常先生 ， 在黑暗的炼狱中双手举过头

顶， 向着仅有的一丝光亮做出了飞鸟展翅的动

作 。 电影 《革命者 》 片头的这一幕揪心又动

人， 预示着全片所蕴藏的信仰之力量。 “张颂

文演得好， 踏实又深情。” 在某评分网站， 这

条评论被高赞置顶 。 电影自 7 月 1 日上映至

今 ， 张颂文的演技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认

可———他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李大钊， 把这

位革命先烈真的演 “活” 了。

在死亡来临之前， 影片回顾了李大钊不到

40 年的人生里， 那些为理想、 为信仰而斗争

的点滴画面。 《革命者》 用了多个视角并联的

结构， 串联起李大钊和毛泽东、 陈独秀、 张学

良等人物之间的关系与影响， 勾勒出他对中国

革命和历史的主要贡献。 不仅仅是这些， 还有

他和妻子 、 孩子 ， 和战友 、 学生 ， 以及和千

千万万个工人 、 农民在一起的画面 ， 每一个

舍生忘死的平凡面孔 ， 都曾被守常先生所感

染， 反过来也影响着他的革命道路。 于是， 一

个多面的、 丰满的、 有人的温度的李大钊形象

诞生了。

20多个时空变换，用细节
勾勒一个既伟大又有温度的李
大钊形象

电影 《革命者》 细腻地呈现了李大钊从被

捕到就义的全过程， 所涉及的时空有 20 多个，

其中包括不少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

感人的细节、 浪漫的视听表达和演员的投入表

演， 让这些党史故事栩栩如生地映现在银幕之

上， 或悲壮、 或振奋、 或温馨， 一一激荡着影

迷们的心。

影片开头是李大钊领导的开滦煤矿大罢工

的场景。 工人们排成队列， 如同多米诺骨牌一

般， 一排排卧倒在铁轨上。 他们头上的照明帽

璀璨如繁星， 彰显了工人的气势与力量， 预示

着星星之火终能燎原。 镜头一转， 是彼时外国

人莺歌燕语、 中国人备受歧视的上海租界， 报

童阿晨不幸被一个粗鲁的俄国人枪杀， 李大钊

为其伸冤， 清晰地展现了他是如何领导、 组织

早期工人运动的。

《革命者》 在呈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时，

通过看似是闲笔的关于吃饭口味问题的聊天，

还原了两位革命先驱的友谊， 也生活化地展现

了二人的思想交锋。 李大钊在北京请陈独秀吃

小笼包， 他说陈独秀作为南方人， 吃不惯北京

的小笼包， 同理， 自己作为北方人， 上海的炸

酱面也一定没有北京地道。 尽管两人相交那么

多年也 “吃不到一块儿去”， 却因为崇高的革

命理想而 “谈到了一起 ”。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

随着影片中的火锅散发出浓浓的烟火气， 如此亲

近又如此温暖。

他在树下轻抚白色的花朵， 他在铁牢里望向

天窗中透进的光明， 他在临刑前喊出 “你们要相

信” ……这些经过艺术加工的镜头或诗意、 或热

血， 彰显了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浪漫 ， 一个知

识分子的坚定信仰 ， 一个革命者最炽热的情怀

和希望。

真正走进角色内心，褪去本
我演出一个形神兼备的守常先生

有看过 《革命者》 的网友留言， 以前， 对于

李大钊的印象 ， 主要是通过学生时代课本中的

《我的爸爸》 《十六年前的回忆》 等文章。 然而

这部电影， 让自己心中的守常先生的形象更加鲜

活起来 。 “他会温柔地教导报童 ， 从不嫌弃乞

丐， 也愿意与学生们打成一片， 还爱跟朋友逗趣

开玩笑。 银幕上的他， 就像我们的身边人一样。”

不少影迷为张颂文的演技点赞， “很还原， 神态

动作特别到位！ 真的太会演了！”

为了塑造出一个形神兼备的李大钊， 张颂文

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也反复琢磨了李大钊在

莫斯科国家大剧院的一段演讲视频， 希望真正走

进他的内心。 在影片中， 除了八字胡和眼镜所打

造的扮相神似李大钊以外， 张颂文确实留下了不

少让影评人和观众都难忘的高光时刻———

那声嘶力竭的演讲 ， 是对民众发出救亡图

存的呐喊 ； 他与毛泽东亦师亦友 ， 并肩登楼远

眺他们热爱的国家 ； 在北京的街头和学生们手

挽手， 为了反对列强侵略 ， 一边前进一边发出

怒吼； 当爱国学生遭到段祺瑞军阀的血腥镇压

后， 他满眼都是血丝 ， 含着眼泪在医院对妻子

说出那句 “他们有枪 ”； 他在死亡面前面不改

色， 听完判决书后还能跷起二郎腿 ， 用河北乐

亭话说一声 “中”； 他在牺牲前拍下最后一张照

片， 摘下眼镜 ， 眼神里有淡然 ， 有笃定 ， 更有

光明……

据导演徐展雄透露， 为了真实地还原一场被

打倒的戏份， 张颂文趴在地上打滚， 让自己的脸

上和衣服上留下石子与灰尘； 当李大钊一条腿中

枪以后， 一瘸一拐的身形和步伐背后， 是张颂文

在鞋里放了小石子， 让银幕前的观众体会到了那

份 “真”、 那份 “疼”。 尽量褪去本我， 用角色本

身的韵律去传递一切， 一个感动张颂文自己也感

动观众的李大钊， 演成了。

电波刺破长夜 爱伴信仰永生
———谈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江东

建党百年华诞， 迎来了红色题材舞剧创

作的热潮， 在众多作品中， 由上海歌舞团出

品的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以其正面的

讴歌和上好的表达， 不啻是一部具有巨大艺

术生命力同时在社会上持续产生影响的红色

舞剧佳作。

中国舞蹈界的 “红色舞蹈” 创作， 是由

来已久的。 伴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道路同行中国当代舞蹈艺术， 上百年来积累

了一大批 “红色舞蹈” 佳作， 各个时期都出

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舞蹈佳作， 为中国社会

的不断前行带来了积极的推动。 这样一种在

创作上的主张及其探索样式对于中国舞蹈人

而言， 不但是舞蹈创作者表达人生理想的一

方天地， 更是一个让他们施展才华、 佳作不

断的展示平台和空间。 而新近以不俗的态势

高调涌现出来的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

无疑是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佼佼者。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在上海甫一问

世， 立刻获得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可谓既叫

好又叫座。 在其问世后的日子里， 不但斩获

了各种大奖， 而且巡演所到之地， 刮起了一

股又一股的观演热潮， 在舞蹈界树立起一个

常演常红的标杆。 这对于一部 “红色” 舞剧

而言， 如此不俗的成绩自然是可喜可贺， 其

成功的内在道理也同样值得一探。

在“红色”的追索中淬炼
艺术的高度

根据同名影视作品改编而成的舞剧 《永

不消逝的电波》， 在艺术上有着明晰的追求

和鲜明的突破。 按说， 舞剧是一门特殊而综

合的艺术形式， 因为属于 “剧” 的性质和范

畴， 它必须不能缺少故事性； 然而舞剧艺术

显然又不是单纯为了讲故事而成立的， 它更

需要发扬和突出自己的艺术特性， 施展特有

的艺术优长， 进而完成特定的审美任务。 然

而， 这一点对于舞剧编导而言把握起来是非

常需要功力的， 如何在舞剧中控制好 “剧”

与 “舞” 的关系， 关乎舞剧创作的成败。

显然，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的创作

是深谙这一道理的， 该剧在以原故事为叙事

走向的基础上， 努力赋予舞剧以 “舞蹈化的

戏剧性”， 有效地采用舞蹈的语言和手段塑

造出了舞台上真实可感的人物， 可以说， 为

中国舞剧的日益进步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

索 ， 积累了相当值得重视的经验 。 把握好

“舞 ” 与 “剧 ” 的关系 ， 用 “舞 ” 的 “剧 ”

来呈现 “剧” 的 “舞”， 自然是舞剧创作的

核心问题， 同时也是考验舞剧创作者的试金

石。 《电波》 在创作走向上， 能够从容地将

特定戏剧情节融入到舞蹈的呈现之中 ， 让

“舞 ” 有了魂 ， 也让原本已经成型的 “剧 ”

具有了别致的讲述和呈现方式， 相得益彰。

该剧特别值得称道的是， 在创作理念和

手法上努力贴近青年观众群， 并有效地获得

了当今青年观众的认可和追捧， 从而理解和

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此举令人振奋。 因

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舞剧观众的 “专业

化” 和 “小圈子化” 现象， 制约着今日舞剧

之发展的出路， 而 《电波》 以精准而典型的

人物形象和富有创意的编舞引领， 在广大青

年观众中获得了超高的人气， 这一现象特别

值得业界深入思索和研讨。 “红色舞蹈” 如

何追求自己的艺术高度， 明确自身的审美定

位及其品位， 《电波》 用自己的艺术呈现给

出了答案， 而这种答案的走向对正在发展着

的中国舞剧事业显然有着无法低估的意义。

在艺术风格上刻意打磨
“海派”舞蹈样式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之所以如此吸

引人， 与其有着鲜明而浓郁的 “上海” 味道

直接相关。 这部作品散发出来的上海文化所

特有的意韵， 让它获得了掌声四起的生命活

力 。 应该说 ， 这种具有在地性质的文化追

寻， 在上海域内的各种文化形态上其实都各

有自觉和体现， 而 《电波》 沿着这样一个视

角的不断诘问、 钻研和深入， 让人出乎意料

地看到了 “海派” 的文化理想终于在舞蹈艺

术上结出的果实。

可以说， 从舞段动作的特定设计， 到各

包装手段的通力协作， 该剧的 “海派” 意味

鲜明可辨， 那一份成熟而饱满的文化意象随

着舞剧的徐徐展开而迸发出沁入心底的馨

香， 并成为该剧在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

时所具有的特定招牌式名片。

当然 ， 除此之外再加上 “谍战 ” 这一

吊足观者胃口的成功 “噱头 ” 在剧中所占

的比重 ， 把 “海派 ” 舞蹈文化的内涵演绎

得更为立体和丰满 。 大家都不会忘记 ， 剧

中女主人公带领众少妇扇着蒲扇立于小板

凳之上的形象 ， 可谓是深入人心 ， 类似这

些看似不经意的动态 、 服装造型 ， 仔细揣

摩之 ， 显然可以分明感受得到创作者的

“有意为之 ”。 成熟而耐品的 “海派 ” 内涵

及其风格应该如何出彩 ？ 当然从理论到实

践都还有一个继续探索和不断定型的过程，

但 《电波 》 的成功追索和实践 ， 显然带给

人以极大的信心 。 这种在文化意味上乃至

在动态意味上的主动而刻意的作为 ， 显然

是有助于推动并形成当代都市舞蹈文化风

格的地域性特征的。

“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成功解码了当今中

国舞剧创作的走向， 用 “红色” 的信念为艺

术筑起了一道引人入胜的风景， 让观者从舞

剧艺术的角度去重温一代共产党人为了后人

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的忘我奉献， 这一

份用生命换来的壮丽， 将会永久地矗立在我

们的心头。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原
副所长、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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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让更多人为看一场剧飞来上海？
《电波》《朱鹮》做了这件“敢为天下先”的事

半年内将“驻演+巡演”双线并进演出165场，是国内舞剧绝无仅有的“大动作”

“经典剧目要驻场演出。 能不能让更多人，愿

意为一场剧、一个展飞到上海来看？”最近，这个朴

实又深邃的问题引发了上海文艺界的热议。朴实，

因其直指市场和观众对原创艺术的认同和追求；

深邃，则是话题背后牵动着提升城市软实力、彰显

“最上海”神韵魅力的一盘棋。

昨天，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和上海歌舞团宣布，

将于7月16日启动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朱鹮》

驻场演出。 未来6个月内，两台爆款舞剧将在上海

美琪大戏院驻演100场， 同时计划国内巡演65场，

探索“驻场+巡演”双线并进的全新模式 ，为提升

上海城市软实力贡献力量。

半年内双线并进演出 165 场， 是国内舞剧市

场上绝无仅有的“大动作”。上海文艺工作者“敢为

天下先”的勇气和信心来源于何处？ 舞剧《永不消

逝的电波》（简称《电波》）和《朱鹮》是近年来上海

歌舞团打造的两部现象级舞剧， 获得了票房和口

碑的双重赞誉，打动了各年龄层观众。 “经过数百

场演出，《电波》《朱鹮》已形成良好口碑，一定程度

上具备了驻演的市场影响力和号召力。”上海歌舞

团团长陈飞华说：“驻场演出是上海歌舞团多年来

的憧憬。我们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摸索出一

条路，为上海的优秀原创作品提供先行经验。 ”

能不能让更多人愿为看一场
剧而来上海？一提到《电波》《朱
鹮》驻演，就想到上海

《永不消逝的电波》至今已巡演259场，创造了

当代中国舞台艺术界罕见的“电波现象”；演出281

场的《朱鹮》被誉为“东方天鹅湖”，三度赴日本巡

演，2018年还曾登上林肯艺术中心的舞台。 《永不

消逝的电波》《朱鹮》 改编的精彩舞段相继亮相央

视春晚，再一次让“上海出品”惊艳全国。

7月2日，上海歌舞团发布的“《永不消逝的电

波》驻（巡）场演员招募启事”在圈内外不胫而走，

昨天的发布会再次确认了这一消息。 为响应近期

发布的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

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上海文

广演艺集团和上海歌舞团将于本月开启 《永不消

逝的电波》《朱鹮》驻演计划。

据介绍，7月16日《永不消逝的电波》将正式开

始驻演，《朱鹮》将于7月29日紧随其后。直至明年1

月，整个驻演总场次将达100场。这期间，上海文广

演艺集团将围绕票务运营， 文商旅联动等充分挖

掘市场，树立、打响这个新的驻演品牌。 上海文广

演艺集团总裁马晨骋说：“我们希望通过分阶段驻

演、多剧场常演，实现久久为功，打造出彰显海派

文化、体现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新品牌。以后大家一提

到《电波》和《朱鹮》驻演，就联想到上海。 ”

“敢为天下先”的信心来源于
何处？打造《悲惨世界》《剧院魅影》
那样的文化名片

上海驻场100场， 国内巡演65场，“巡演+驻场”

双线并进在国内舞剧市场上绝无仅有。 《电波》《朱

鹮》“敢为天下先”的信心来源于何处？

事实上，许多观众通过《晨光曲》领略到了“最上

海”的神韵魅力，通过紧张的谍战感受到上海红色文

化的厚重。 两部舞剧不著一字，直抵人心，已成为代

表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文化名片。据了解，它们在全国

各地的巡演几乎都一票难求。观众中，不乏乘坐高铁

和飞机来追剧的，有《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观众连刷

了40次，还在舞剧的感召下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专家

认为，如果说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交织在

一起，奠定了上海城市的精神底色，那么两部作品特

别是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体现出了它们交相辉映

激发出的创作活力，也展现出了上海文化的标识度。

“好的驻场演出，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将提

升一座城市的软实力。”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副总

裁陈雨人说，“在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 《悲惨世界》

《剧院魅影》等经典驻演品牌，令世界各地游客络绎

不绝。SMG旗下文广演艺集团已有《时空之旅》《不眠

之夜》等成功品牌。接下来，将在已有经验基础上，全

力做好《永不消逝的电波》《朱鹮》驻演，以演出为中

心环节，探索经典作品驻场演出新模式。 ”

如何纾解大幅增加的演出体
量压力？“挖潜”与“外援”搭建多组
卡司

“驻场+巡演”双线并进的模式对创作团队是莫

大的挑战。 两部舞剧驻演场开启意味着演出体量大

幅增加，上海文艺工作者如何迎难而上？一套前所未

有的新模式应运而生。

据悉，中国舞蹈家协会已将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驻（巡）演项目作为探索和实践“院团舞蹈表演人

才联合培养使用新模式”的实践基地，上海歌舞团的

演员招聘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预计，“外援”们将

于本月进组集训排练。

目前， 上海歌舞团计划通过挖掘自身人才储备

和招募外援的方式，搭建起多组卡司，建立稳定的驻

（巡）演演员团队，陈飞华说：“希望这样的尝试能突

破舞剧作品演出场次的限制， 将优秀的舞蹈艺术作

品带给更广大的观众。经过这两部精品的锤炼，为更

多优秀舞蹈演员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 ”

文化

■本报记者 姜方

电影 《革命者》 细腻地呈

现了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的全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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